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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印象派大师刷新单件艺术品成交价

塞尚《玩牌者》创
2.5亿美元天价

本报讯 （记者李健亚）
近日，国外媒体报道，一直以
来涉猎顶尖艺术的卡塔尔王
室以超过2.5亿美元（约合人
民币16亿）的价格买下保罗·
塞尚的画作《玩牌者》中的一
幅。这打破了 2006 年杰克
逊·波洛克的《No.5，1948》创
下的1.568亿美元成交纪录，
使得塞尚《玩牌者》成为目前
单件艺术品成交最贵。国内
艺术评论家认为，塞尚是西
方现代艺术先驱，其作品艺
术价值早已被艺术史认同，这
也是其能卖出天价的原因。

唯一私藏《玩牌
者》2.5亿美元成交

世界最贵艺术品的纪录
不断被刷新。继 2006 年杰
克逊·波洛克的《No.5，1948》
创下的 1.568 亿美元成交纪
录后，塞尚的《玩牌者》又以
超过2.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6 亿）的价格成交，成为最
贵绘画作品。塞尚一共画过
5 幅《玩牌者》。清华美院艺
术史论系教授张敢告诉记
者，这 5 幅《玩牌者》，每幅作
品画面都会有略微不同，借
此研究不同环境下的效果。

《玩牌者》系列中的其他 4幅
全都收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馆
中，包括巴黎的奥赛博物馆、
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伦
敦的考陶尔德学院以及费城的
巴恩斯美术馆。唯一被私人藏
家收藏的《玩牌者》被认为是
该系列中“最阴暗”的一幅，创
作于1895年左右。该幅作品
曾是希腊船王乔治·艾米比利
克斯的私人收藏，他很少将作
品出借。去年在纽约大都会
艺术博物馆为《玩牌者》系列
举办的特展上，全球博物馆
馆藏的 4 幅全都“出席”，独
缺他手中这一幅。

自希腊船王去世后，全球
顶级的艺术经纪人都希望拿
下塞尚的这一《玩牌者》。最
终卡塔尔王室出价 2.5 亿美
元，将该幅作品收入囊中。
这一成交价格，也刷新了单件
艺术品成交的纪录。

卡塔尔王室热衷
顶级收藏

据报道此次成就塞尚
《玩牌者》世界最贵艺术品的
购买者正是近两年来涉猎顶
尖艺术的卡塔尔王室。其实
这场交易早在去年就已完成，

因为卡塔尔将于下周举办村
上隆展览，全球顶级收藏家云
集于此而被“交流”了出来。

对于塞尚作品的天价成
交，国内艺术评论家认为是其
艺术价值的充分体现。张敢
告诉记者，塞尚与凡·高、高更
等艺术家同被视为后印象派
主义的代表人物。在艺术创
作中，塞尚主观创作体现得比
较充分。他将不同视点的物
品呈现在同一画面中，以此
表达物体永恒的结构，“他的
艺术创作对后来的立体主
义、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很大，
毕加索就受其影响。在西方
艺术史上，塞尚被认为是西
方现代艺术的先驱。”

事实上，近两年来，卡塔
尔王室一直活跃在国际艺术
品市场上。去年，英国《艺术
报》将卡塔尔王室列为全球
最大的当代艺术买家。2000
年香港佳士得上拍的郎世宁

《苹 野 鸣 秋》在 当 时 拍 出
1764.5 万港元，也成为轰动
一时的艺术事件，购买该幅
作品的也是卡塔尔王室。此
外，马克·罗斯科的油画《白
色中心》、达明·赫斯特的作
品“药柜系列”中的《摇篮曲
之春》等都在其收藏范围内。

■ 最贵绘画不断刷新

时间 作品 天价纪录

1987年11月11日 凡·高1889年5月完成的《鸢尾花》 5390万美元

1990年 文森特·凡·高1890年创作的《加歇医生肖像》 8250万美元

2004年5月5日 毕加索的油画《拿烟斗的男孩》 1.0416亿美元

2006年 克里姆特的《阿黛尔·布洛赫·鲍尔I》 1.35亿美元

2006年 杰克逊·波洛克的《No.5，1948》 1.568亿美元

京城舞台瞄准“情人节档”
《非情勿扰》《女婿驾到》《凤戏游龙》等上演

本报讯 （记者天蓝）
一年一度的情人节又将到
来。与往年一样，今年演出
话剧市场依旧出现了不少情
人节“订制”剧目。届时，不
仅东宫影剧院、东方先锋剧
场都同期推出了专属恋人的
小剧场话剧，还有正乙祠打
造的一台颇有新古典主义味
道的戏曲雅剧《凤戏游龙》。
古典、现代题材多样，剧目大
多都在阐述爱情玄机。

小剧场谈恋爱，多
是轻喜剧

采访中记者发现，今年
情人节的舞台剧在题材上
都没有选择普通的男欢女
爱，多数都在直面和剖析如
今的青年男女在婚姻、恋爱
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

题。比如东宫影剧院上演
的《非情勿扰》，是去年青年
导演邵泽辉“圣光节”推出
的舞台剧《一个都不能剩》
的升级版。该剧根据两男
三女的真实生活体验，抽丝
剥茧地阐述都市爱情；东方
先锋剧场上演的《女婿驾到》
则是一出大龄剩女“邂逅”七
旬老叟的新派黄昏恋故事。
作为一部轻喜剧的升级版，
这次该剧不仅保留了此前
误会重重的幽默结构，而且
演员、台词也都有更多新探
索，试图在情人节档期送给
情侣更多欢乐与温情。

正乙祠说爱情，生
生“穿越”

与舞台剧主打轻喜剧
风格不同，正乙祠情人节档

推出的《凤戏游龙》则突出
的是典雅和别致。

《凤戏游龙》是今年正乙
祠的开年新戏，由青年乾旦
（俗称男旦）演员刘欣然和坤
生（余派女须生）李晶领衔主
演。作为一部融合了传统京
剧名篇《梅妃》和《游龙戏凤》
的新京剧，《凤戏游龙》在原
有故事基础上加以革新改
编，讲述了一个由爱而生的
穿越故事。其中，刘欣然一
人分饰两角，先后扮演唐朝
的梅妃和明代的李凤姐，经
历了与两朝皇帝不同的爱情
体验。该剧并未局囿于戏曲
惯常采用的“龙凤呈祥”的圆
满结局，而是在故事结尾让
村姑李凤姐拒绝了微服私访
的正德帝这份前途不定的

“爱情邀请”。这样颠覆性的
改编也颇有现实观照。

新浪潮名导再次访华，电影、摄影、装置全面回顾一生创作

瓦尔达3月北京办展

本报讯 （记者李健
亚）法国“新浪潮”导演阿
涅斯·瓦尔达不仅仅是位
电影艺术家，她对装置艺
术、摄影艺术也有颇多涉
猎 。 昨 日 记 者 从 中 央 美
院 美 术 馆 获 悉 ，阿 涅 斯·
瓦 尔 达 在 中 国 的 首 个 回
顾 展“ 阿 涅 斯 的 海 滩 ”将

于 3 月 10 日登陆央美美术
馆 。 十 余 部 装 置 作 品 及
系 列 摄 影 作 品 将 展 现 阿
涅斯·瓦尔达对跨界艺术
的驾驭能力。

全能
电影装置摄影跨界

继 2005 年参加法国电
影回顾展之后，法国“新浪
潮”导演阿涅斯·瓦尔达将
又一次来到北京，带来其中
国的首个回顾展。届时在3
月 10 日开幕的展览上，阿
涅斯·瓦尔达将通过电影艺
术、装置艺术、摄影艺术等
多种艺术门类的作品营造
出一片“阿涅斯的海滩”。

中央美院美术馆学术
部王春辰副教授告诉记者，
此次瓦尔达回顾展将包含
三部分内容，包括电影艺
术、装置艺术、摄影艺术方
面的作品。除了大家熟悉
的瓦尔达所拍摄的电影放
映外，还将推出她最近这些
年以舞台设计为基础而创
作出来的十余部装置作品、

《破碎的肖像》中的《自画

像》等系列摄影，以及名人
摄影作品等。

曝光
带来1957年中国影像

2005 年，阿涅斯·瓦尔
达来北京参加活动时就趁
着主持人发言，自己拿着相
机 对 着 台 下 观 众 一 通 猛
拍。王春辰介绍，瓦尔达在
成为一名导演之前，曾是一
位摄影师。1957年，瓦尔达
作为摄影记者接受周恩来
总理的邀请来到中国。在
中国的这三个月中，她拍摄
了 中 国 社 会 的 发 展 和 历
史。不过拍完以后瓦尔达
将这批照片都压在了箱底，
近两年才找出来。

据介绍，此次回顾展是
这 批 影 像 作 品 的 首 次 展
出。观众将能看到一位法
国女性摄影师在半个世纪
前以其独特的眼光纪录下
的中国面貌和历史。瓦尔
达专门为央美美术馆创作
的装置《中国门》，就用上了
她1957年在中国旅行期间拍
摄的那些从未面世的图片。

阿涅斯·瓦尔达 法国
新浪潮导演。1928 年生
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代
表作有《幸福》《向古巴人
致意》《远离越南》《飞逝的
狮子》等。

《凤戏游龙》 时间：2月14日 地点：正乙祠
《非情勿扰》 时间：2月10日至19日 地点：东宫影剧院
《女婿驾到》 时间：2月14日至26日 地点：东方先锋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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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王室收藏的《玩牌者》因其2.5亿美元的高价再次引起世界关注。

现代派的《非情勿扰》（左）与穿越派的《凤戏游龙》（右）谁更会“谈情说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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